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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善行河北”是河北省 2012 年发起的以互助、诚信、敬业、孝敬为主

题的大型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开展一系列道德实践活动，大力

培树人们的善心、善念、善思，弘扬善言、善行、善举，倡导行善事、走善道、

积善德、做善人，力争使每一个燕赵儿女都能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树立“勿

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意识，积极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助力美丽河北建设。

“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自开展以来，社会反响强烈，人民群众

积极参与，互助、诚信、敬业、孝敬之风吹遍了燕赵大地，形成了善心涌动、

善行如潮、善曲高奏、善果累累的生动局面，涌现出了诸如诚信“油条哥”

刘洪安、“最美学警”李博亚、“最美农民工”王俊旺、“最美军嫂”张秀桃、

“最美援疆医生”余文丽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

动已经成为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朵美丽的鲜花，成为美丽河北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已经成为河北走向全国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面对轰轰烈烈的“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河

北省委书记赵克志指出：“突出正风化人，选树宣传燕赵楷模、河北好人等

先进典型，打造‘善行河北’‘美丽河北’品牌，持续推进文明城市、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

长田向利强调：“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

落小落实，精心打造‘中国梦·赶考行’‘善行河北’‘美丽河北’三大品牌。”

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艾文礼说：“我们将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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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根本，继续坚持已确定的互助、诚信、敬业、孝敬等活动重点，持续不

断地推进‘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向广度深度拓展、向城乡各地深

入，为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１

为了更加深入持久地推动我省“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开展，

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为加快建设美丽河北提供强大精

神动力，课题组认为，对我省优秀“善行文化”进行挖掘、研究，具有十分

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说，善行实践与善行文化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实践与认识的

关系。关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方面，认识离不

开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认识是

实践的产物，实践的多样性造就了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认识之于实

践也不是消极无为的，而是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就是认

识对于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正确的认识对于实践发挥着正确的指导作用，

而错误的认识则对实践产生错误的指导作用。对于认识之于实践的这种指

导作用，马克思早就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

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

量。”２ 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

践活动与善行文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善行文化是在中国人民（包括河

北人民）长期以来的善行实践中形成并发展着的文化。河北山川壮美，人

杰地灵，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悠久的善行实践历史使善行文化有着丰厚的

历史积淀。另一方面，善行实践与善行文化又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

互促进的。源远流长的善行实践为善行文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

推动着善行文化的不断发展，而善行文化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又为善行实践

提供着理论上的指导，为善行实践的发展指明方向，提供保障，从而使善

行实践与善行文化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这种善行文化

      耿建扩 .“善行河北”善果累累——   “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综述 [N]. 光明日报 ,

2012-10-22(0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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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善行实践的指导作用不仅体现在对过往的善行实践的指导上，还体现在对

当下善行实践的指导上。对于河北来说，当下最大的善行实践活动当属“善

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从善行文化与善行实践的关系来看，“善行河北”

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必定会为善行文化提供新的营养，使其得到新的丰富与

发展，也会为善行文化发挥作用提供实践的舞台，同时，深入推进“善行河北”

主题道德实践活动也离不开善行文化氛围的形成与善行文化的指导。

从实践上说，“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进一步推进离不开中国

优秀传统善行文化的滋养。进一步深化、拓展“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

首要的是要搞清楚当前“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哪些

问题，成因是什么，进而提出解决的对策与建议。从当前“善行河北”主题

道德实践活动开展的情况来看，虽然发展快，成绩喜人，但也还存在着一些

影响活动进一步深化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重形式轻效果、重口号宣

传轻发动组织群众、重活动开展轻理论研究、重短期活动轻长效机制建设、

重面上功夫轻文化氛围的营造、认识不到位、活动不深入、群众参与有限、

缺少吸引力等。在这些问题中，课题组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活动虽得到了群众

的认同却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道德实践行动，没有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造

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形成善行的氛

围，根子在文化上，是善行文化缺失的结果，而其他的问题也或多或少地

与善行文化的缺失有关。善行文化的缺失，不仅使我们对文化的学习学无

所据，也使我们对善行实践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难以到位，从而在行

动上难以做到自觉，还使我们的善行实践活动由于失去了道德的精神的“根”

而显得漂浮难以落地，难以持久。因此，进一步深化、拓展“善行河北”

主题道德实践活动，必须要从善行文化建设做起，久久为功。只有这样，

才能使活动有根，有魂，可持续。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课题组对河北省的善行文化遗产进行了初步的探

索。在初步探索中，尽管我们想尽可能地使之完美，但限于我们的能力，事

实上一定是挂一漏万的。因此，我们所做的也只是抛砖引玉之举，希望以此

激发大家对于我省善行文化研究的重视。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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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既有对当前善行文化研究的思考，也有对我

省善行思想文化遗产的挖掘，还有基于我们对善行文化分类基础之上内容的

整理。本书从内容上来看，分为九章：第一章是开篇，内容是“‘善行河北’

视阈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善行文化’研究”；第二章“中华优秀传统善行

思想文化在河北”是对河北域内善行思想进行的挖掘；第三、四、五、六、

七章分别围绕助人为乐的慈善文化、孝老爱亲的孝亲文化、诚实守信的诚信

文化、敬业奉献的职业文化、见义勇为的义德文化从历史与当代两个角度以

典型人物事迹简介的方式对河北的善行文化加以展示；第八章主要是介绍河

北历史上与当代影响较大的乡规民约的内容及其在善行实践中的作用分析；

第九章介绍的是河北历史上典型的家风家训的传承及其内容。

本书是我们开展建设美丽河北系列研究的第一部，也是河北经贸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开展实践教学所取得的重要教学成果。本书以河北经贸大学近

500 名本科生社会实践调研资料为基础，由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

建教授提出写作提纲并撰写部分内容，由河北省文明办志愿服务处马伟兰统

稿，由柴艳萍、王维国、周静芬、孙惠莲、徐宝侠、申莎莎（3.1 万字）、王

晓菲（3.2 万字）、靳建红（2.5 万字）、靳红梅（2.5 万字）、刘玮换、杨超、

陈晓彤、于帅、李媛、沈萌、魏丽玲、范安琪、李信萌、孙凤艳、郭媛婧等

共同完成。可以说，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于本书的写作，河北经贸大

学叶金国教授、蔺丰奇教授、李妙然教授、李英副教授和李冰副教授也提出

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在编写过程中，本书还得到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

河北志愿服务学院常务副院长王莹教授、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

戴长江、省文明办副主任李秀存和省文明办志愿服务处处长张丽娜的热情鼓

励与指导。在此，对给予过我们帮助的每一位领导、专家和同事朋友一并予

以感谢。谢谢你们！

                                                                                郭   建

                                                                               2017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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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善行河北”视阈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善行文化”研究

一、“善行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善行文化”

本课题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善行文化”。对于“善行文化”这一概

念，在中国知网中查阅，直接在标题中使用的只有三篇文章：一是江苏省社

科院王里在《群众》2014年第5期所发的《弘扬善行文化  凝聚道德力量——

“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经验及启示》，二是登载在《北京教育

(普教)》2010年第12期的《高擎知心教育  浸染善行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艾文礼发表在2014年1月2日《人民日报》上的《弘

扬善行文化  凝聚向善力量》。在这三篇文章当中，对于“善行文化”虽有

提及，但都没有进行概念的界定。因此，进行本课题研究，首先必须对“善

行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

对“善行文化”概念进行界定有两种方法：一是文字解读法，一是概

念参照法。所谓文字解读法，就是通过对构成这一概念的核心词汇逐一解读

来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所谓概念参照法，就是对与这一概念相近的概念加

以比较从中找出其异同点从而加以界定。本课题对“善行文化”概念的界定

是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目的是为了对“善行文化”概念进行尽可能地精

准界定。

运用文字解读法对“善行文化”概念进行界定，离不开对“善”“善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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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与“文化”这三个核心概念的解读。

“善”字，是宗教、哲学、伦理学等范畴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在汉语

中有形容词、动词、名词和副词等多种词性。作为形容词，主要有五种解

释。（1）吉祥。《说文解字》中对“善”字的解析就是“善，吉也”。

（2）好、美好。《论语》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中的

“善”字就作此解。（3）慈善。唐·韩愈在《原毁》中讲到“恐恐然惟

惧其人之不得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中的“善”即为此意。

（4）应诺、对或者好。《战国策·齐策》中有“王曰：‘善！’”之语，

这里的“善”的意思就是应诺。（5）高明。比如，《老子》中就说：“善

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此外，“善”还有慎重、

熟悉等意思。作为动词，主要有五种解释。（1）擅长。《孟子·告子上》

中“奕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中的“善”就是这个意思。（2）通“缮”，

修治的意思。（3）喜爱。比如，《左传》中“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

恶者，吾则改之”一句中的“善”。（4）认为好、赞许。（5）友好、亲

善。此外，还有喜爱、羡慕的意思。作为名词，主要有三种意思：一是好

人、好事、好处；二是人的姓；三同“膳”，比如《庄子》中“具大牢以为

善”。作为副词，主要也有两种意思：一是好好地；二是多、常、易，比如

善变、善疑等。

“善”字，在英语中对应的是单词“good”。“good”作为形容词，意

思是：（1）好的；（2）愉快的；（3）新鲜的；（4）有益的、有效的、适

合的；（5）充分的；（6）可靠的；（7）乐于助人的，慈善的；（8）有教

养的、诚实的；（9）好的，平安的。作为名词，意思是：（1）好事、慷慨

的行为；（2）利益、好处、用处；（3）好人。

本课题讨论的“善”，是一个在传统文化中与“恶”相对的对人们行

为进行肯定性评价的一个伦理概念。因而，“善”作为形容词，意思主要是

符合道德的、慈善的；作为名词，意思是道德的理念或行为；作为动词，意

思主要是友好、亲善。

关于“善行”，在汉语中有四种解释：（1）美好的品行；（2）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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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比如慷慨的捐献等慈善的举动；（3）使人免受折磨、惩罚或痛苦

的仁慈行为；（4）善于走路，比如《老子》中说道：“善行无辙迹。”综

合来看，“善行”就是对自己有益亦对他人有益的行为，亦称善举。这种行

为，在自己看来如此，在旁观者看来亦是如此的行为。对于“善行”，全国

道德模范郭明义有句名言，叫作“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在本课题中，“善

行”的意思主要是指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美好品质与行为。

“文化”一词虽然是古今中外被广泛运用的一个概念，但对“文化”

一词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还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在古代汉语中，“文化”的本

义是“以文教化”，对人的性情进行陶冶，品德进行教养。现代汉语中，

“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宽广的概念。一般的研究者

都认为，“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

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则是指“凝结

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

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本课

题是从狭义的角度来展开研究的。

综合以上对于“善”“善行”与“文化”这三个核心概念的解读，我们将

这三个核心概念联系起来，则可以得到一个关于“善行文化”的初步概念，

即“善行文化”就是指以引导人们形成美好品质与从事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

美好行为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乃至传统习俗等的总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

范畴。

运用概念参照法对“善行文化”概念进行界定，与之最为接近的概念

是“善文化”与“慈善文化”。关于“善文化”的文献，相关研究成果并不

多。有研究者把“善文化”定义为：“与传统的国学伦理、传统的道德信

仰、传统的观念思维相结合起来，泛指传统伦理中依然能够对现代社会的发

展和人类文明起积极作用的道德规范。”１ “慈善文化”是早就存在且较为常

见的一个概念。慈善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慈善文化，是指“一切

   崔灏镔 .《山西青年报》“善”文化传播效果研究 [D]. 太原 : 山西大学 ,2011.①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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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上人类活动的慈善意识，慈善理念，慈善实践及慈善组织内部的规范、制

度以及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慈善意识养成，有利于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一切

外部环境的总和”１ 。广义的慈善文化，可以从观念、制度和行为三个层面来

认识２，也有学者主张从物、理念和行为三个层面来分析３。狭义的慈善文

化，是“精神层面的慈善意识、慈善理念”４ ，是“人类在长期的慈善行动和

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５。其实，《山

西青年报》对“善文化”的界定与狭义上的慈善文化非常相近。不过在本

课题组看来，“善文化”的概念应该更大，它应包括一切与“善”相关的观

念、制度与行为。所以，与“善行文化”相比，“善文化”内涵更丰富，外

延更大，它不仅包括善行文化，也包括善的意识、理念与观念，还包括相关

的行为规范与规章制度等内容。而慈善文化与“善行文化”相比较，内涵更

具体，外延也较小，可以视为“善行文化”的一个方面，是“善行文化”的

具体化。

综合文字解读法与概念参照法，课题组认为，界定“善行文化”这一

概念必须注重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上来看，必须是人

类在长期的善行实践中形成的，这里强调的是实践的基础与决定作用；二是

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包括思想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行为模式；三是从特点

上来看，是将“善”与“行”结合起来，强调意在“善”、重在“行”。将

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将“善行文化”界定为人类在长期的善行

实践中形成的意在“善”、重在“行”的有关善行的美好品质、思想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等的总和。

理解中国优秀传统善行文化，还必须对“传统”与“优秀”加以简单

界定。所谓“传统”，课题组认同罗国杰老先生所给出的定义，即“传统就

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是长期以来积淀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里，并在今天

   侯雷君 . 中国当代慈善文化建设研究 [D]. 郑州 : 郑州大学 ,2012.

   肖国飞 . 论慈善文化的道德意蕴 [J]. 中州学刊 .2007(1):141.

   李朝阳 .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中的慈善文化问题研究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2(5):5.  

   侯雷君 . 中国当代慈善文化建设研究 [D]. 郑州 : 郑州大学 ,2012.

   李萍 . 建设中国特色慈善文化研究 [D]. 上海 : 华东理工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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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中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的一种现象。传统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

精神的”１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２。所谓

“优秀”文化，实际上是从其正价值取向上来认识的，即在不同时代、不

同的社会制度下以及不同的民族都能够发挥其正向功能价值作用的文化。这

样，中国优秀传统善行文化就是主要指：中国人民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

长期善行实践中形成的意在“善”、重在“行”的有关善行的美好品质、思

想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的总和。

二、中华优秀传统“善行文化”的基本内容

“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善行在人民群众中世代传承，中华民

族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善行文化。中国优秀传统“善行文化”就其

内容来说，主要包括助人为乐的慈善文化、孝老爱亲的孝亲文化、诚实守信

的诚信文化、敬业奉献的职业文化、见义勇为的义德文化和天人合一的生态

文化。

（一）助人为乐的慈善文化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着重义轻利、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崇尚

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守望相助、出入相携的互助精神。这种传统美德

和互助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慈善文化。中国优秀的传

统慈善文化主要体现在儒、墨、道、佛思想主张中。以“仁”为核心的

儒家思想可以说充满慈善的光芒。孔子提出“仁者爱人”３ ，强调“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４ “君子义以为上”５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６ ，

主张义在利先，重义轻利，要与人为善，做到互助互爱，利人利他。孔

子理想的“大同”社会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罗国杰 . 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人才培养 [J]. 高校理论战线 ,1998(6):32-37.

     张岱年 , 方克立 . 中国文化概论 [M].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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